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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物探方法在鞍山市某地热田

外围地热勘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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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辽宁省鞍山市某地热田外围的接替资源勘查关系到该区旅游疗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通

过采用联合剖面法*浅层地震反射波法*瞬变电磁法
%

种物探方法在该地热田外围进行地热资源

勘查(发现
#

处新的地热资源%勘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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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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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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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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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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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该勘查区具有良好的地下热水资源(由此证明采用综合物探方法对探查地下深部热

水资源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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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地球物理勘探仪器的不断更新换代及其性

能的提高*地球物理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地球物理

方法在地热勘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综合地球物

理方法在地热勘查中具有勘查效率高*成本低*适用

范围广*勘探深度大等特点%

辽宁省鞍山市某地温泉是全国闻名的疗养胜

地(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该地热田外围接

替资源的勘查关系到该区旅游疗养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

!$#!

年(辽宁省冶金地质勘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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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在该温

泉东部地区采用综合物探方法进行勘查(发现了
#

处新的可利用地热资源(为鞍山市地热田的后续开

发提供了资源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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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概况及地球物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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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勘查区位于华北地台北缘东段*胶辽台隆与下

辽河凹陷的分界附近%北部为前寒武系结晶基底的

鞍山群(南部主要是早古生代海相碳酸盐岩沉积(区

域东南部被大面积的太古宙花岗质岩石和燕山晚期

花岗岩所占据%

该区经历了自太古宙以来漫长的地质历史(地

质构造十分复杂(其中与地热田有关的构造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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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寒岭断裂%该断裂为切割很深的基底断

裂(西起西荒地(向东经大孤山*辽阳*本溪至桓仁(

延长约
!=$PB

(最大水平断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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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为左

行压扭性断裂(历经长期活动%沿该基底断裂分布

有多处地热田(反映了其对地热田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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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田地质概况

勘查区地处鞍山市区东南部(距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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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大部分被第四系残坡积层和洪冲积层所覆盖(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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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覆盖层下主要为太古代花岗岩

和燕山晚期千山花岗岩%与地热田有关的断裂主要

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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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即汤岗子断裂(南起海城市

甘泉铺(经汤岗子地热田延续到鞍山市区以北(在东

鞍山和西鞍山之间与寒岭断裂相交(控制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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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性特征%电性的主要表征参数为电阻率(

各岩性电阻率的高低与地下热水的矿化度*温度及

岩石的透水*富水性关系密切%地下热水的高矿化

和高温度使电阻率变低(根据电阻率低阻异常有利

于发现隐伏的导热储水构造%从岩性电阻率参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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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不同岩性的电阻率差异明显(同一岩性

的构造破碎带中岩石电阻率和构造上下盘较完整的

岩石电阻率差异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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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地球物理特征%根据前期地震工作成

果可知(地震波的传播速度在第四系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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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第四系和基岩存在明显

的波速差异(断裂破碎带中波速远远低于完整基岩

中的波速(具备地震反射波法工作的物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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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特征(寻找既导热又储水的断裂构造(采用了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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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物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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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剖面法

工作装置采用
QWc&Wc#"$B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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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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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供电极距(多道测量(测量电极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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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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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远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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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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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地震反射波法

使用
?

次覆盖观测系统(激发震源采用锤击震

源(接收采用
?$_E

检波器(偏移距
%$B

(道间距
#

B

(采样点数
#P

(采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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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采集数据(接

收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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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变电磁法

测量方式采用大定源回线法(观测点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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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电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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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线圈面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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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线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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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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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脉冲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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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叠加(框

内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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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探方法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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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剖面法

该方法可判断断裂构造的存在及产状%根据场

地实际情况(在红外线异常区布设联剖测线(测线方

向分别为
F<

向和
@L

向%

由联合剖面法的低阻正交点所推断的构造呈

<LL

向展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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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构造正位于红外线异常区

中部%从不同极距的联合剖面曲线正交点判断其断

裂构造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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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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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向未发现断裂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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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地震反射波法

该方法利用构造带与围岩波速的差异来判断构

造的存在%根据联合剖面法的测量结果(在
_

线进

行浅层地震反射波法(经
L+(.0+.

地震软件处理成

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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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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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断裂构造(顶部埋深约
%$B

(

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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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状近直立%该构造位置与联合剖面法

推断的位置基本吻合(验证了联剖推断结果%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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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剖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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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成果平面图

O+

2

;%

!

J14('Q+()0

2

*4)05

V

*'Q+1+(

2

*0.-1).'Q1+(0_

#$#

!

瞬变电磁法

由于联合剖面法和浅层地震反射波法的勘探深

度有限(为查明深部断裂构造情况(在
_

线做了瞬

变电磁法%从
_

线瞬变电磁法电阻率断面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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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地下埋深
*

%$B

范围出现低阻异常区(推断

为第四系"在测线
%$$B

位置纵向向下出现低阻异

常带(推断是断裂构造(产状上部近直立&浅部与联

合剖面电阻率法和浅震反射波法推断结果相吻合'"

在测线
!$$B

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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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区段出现明显的低

阻区(综合分析认为其应为上部断裂构造向下延伸

的表现(且该断裂构造深部产状
F

倾"该低阻区上部

有明显的高阻异常区(该高阻异常区应是完整的花

岗岩体(由此推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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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段的低阻区为理

想的储热导水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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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剖面法*浅层地震反射波法*瞬变电磁法
%

种物探方法从不同侧面对异常解释(相互印证(能够

更加准确地推断出异常的性质%本文采用联剖*地

震*瞬变三种方法推断的构造带的产状基本吻合(为

下一步钻探工作提供了有利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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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验证

根据物探综合分析(结合水文地质调查结果(确

定验证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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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综合物探方法在温泉外围进行地热资

源勘查是可行的(且效果显著(特别是利用瞬变电磁

法探查地下深部热水资源较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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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该勘查区具备良好的地下热水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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